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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许 静）8月 31日，
记者从西平县农业农村局获悉，随着
第二十五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
易洽谈会的日益临近，该县正紧锣密
鼓、有条不紊地进行各种筹备工作。
该县还邀请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
士，双博士（生物医学工程博士，经济
学博士）边俊杰，以及中国科学院院
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
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桂建芳前来谋划指导。

为进一步做实院士邀请工作，西
平县负责人多次与两位院士沟通交
流，并于 8月 28日带队到中国科学院
水生生物研究所诚邀两位院士。

边俊杰院士表示，中国农产品加
工投洽会期间，将如约而至，与西平进
一步深化合作，助力西平发展实现提
升。边俊杰院士主要研究方向是生物
医学工程方向。其主持的国家卫健委

“十四五”规划重点课题获得两项一等
奖。边俊杰在通用无创检测心脑血管
的研究与开发方面，获得授权专利 70
多个，并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技
成果一等奖。

桂建芳院士表示，一定参加第二
十五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
谈会，共襄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
盛事，并携带科研团队到西平县考察，
为西平县水产养殖业把脉会诊、加油

助威。同时，通过深入合作，优势资源
整合，促进院地发展，促进中国鲈鱼之
乡建设。

桂建芳院士 1997 年入选国家百
千万人才工程，2001 年至 2007 年担
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
201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5年
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同年
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
奖。今年 2月份，西平县人民政府聘
任桂建芳院士担任西平县经济发展顾
问。

西平县主要负责人表示，除邀请
国内外知名的院士参会外，今年参会
的总体目标是：组织 60家以上农产品

加工企业，60家以上“名特优新”农产
品、食品生产企业和省级以上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参会参展，邀请 5
家以上百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主要
负责人参会。在会上拟争取签约亿元
以上重点投资项目不少于 8个，5000
万元以上农产品采购和贸易项目不少
于 5个，签约科研成果转化项目不少
于5个。

为迎接第二十五届中国农产品加
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8月 23日至 24
日，西平县相关负责人带领县招商考
察团，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考
察招商，共襄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
展盛事。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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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平县共襄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盛事

8 月 28 日，正阳县古汉井醋业有限公司员工在车间忙碌生产。随着第二十

五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来临之际，该公司生产形势一片红火，目

前已接到省内外订单 300多万元。⑥2

通讯员 贺永明 摄

本报讯 （记者 高琳琳）“野生葡萄
营养丰富、口感好。”8月 30日，在驿城
区蚁蜂镇鲁湾小镇东南角半山腰的
2000亩野生葡萄种植基地里，工作人
员一边采摘成熟的野生葡萄，一边向游
客讲解野生葡萄的营养价值。

据了解，由于鲁湾小镇特殊的地理
及气候条件，加上当地人历来有酿造野
生葡萄酒的传统，几年前，鲁湾小镇依
托小小的野生葡萄做起了大文章。
2013年，河南双峰酒业有限公司成立，
引进先进的葡萄酒生产线及工艺，形成
集野生葡萄种植、酿造、储藏、销售于一
体的完整产业链。经过发展，种植基地

已建成集野生葡萄采摘、加工和观光于
一体的生态农业园，促进了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蚁 蜂 镇 坚 持 生 态 优 先、绿 色 发
展，积极推动文化、农旅融合，依托
自然山水、乡村田园自然禀赋，充分
挖掘乡村生态、文化田园价值，走出
了一条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路
径。蚁蜂镇先后荣获全国特色旅游
景观名镇、河南乡村旅游示范镇、河
南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河南省十
佳魅力城镇、河南省特色生态旅游
示范镇、河南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等称号。②9

蚁蜂镇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 黄育南）配套设施
订购了没有？学生入学情况怎么样，工
程质量是否符合标准，9月 1日，副市长
宋庆林再次来到市中心城区今年秋季
投入使用的 11所新建、改扩建中小学
校督导检查，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设施
配备等情况，并现场帮助指导解决教育
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据了解，市中心城区 2022 年和
2023 年规划建设 54 所中小学和幼儿
园，目前已竣工投入使用14所，新增学
位 14070个。宋庆林先后来到市二中
文渊校区、市二十中、市金雀路小学、市
十二中、市三中、市一高新校区、市二十
一小、市六小、市五中、市东祥小学和市
二十九中，逐一分析教育项目建设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研究解决方案，落实工
作责任，明确完成时限。他要求，要严

把工程质量，落实最严格的施工标准，
强化健康环保建材使用，确保师生健
康。要严守安全底线，加强现场施工管
理，决不能忙中出错、快中出乱，严防各
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宋庆林强调，各相关部门要以满足
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为出发点，
全力以赴加快建设进度，科学组织调
度、全力服务保障，确保教育项目建设
有序推进。要全面把牢质量安全关口，
抓好施工现场风险排查和隐患整治，努
力把每一所学校都建成精品工程、放心
工程。要规范有序抓好学校运行，加强
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促
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要围绕秋季开
学时间节点，做好设施配套、师资配备、
学校管理等工作，确保学校如期投入使
用。②9

市中心城区14所中小学
和幼儿园秋季开学投入使用

9 月 1 日，驻马店日报社组

织志愿者走上街头对市区阅报

栏进行清理。第二十五届中国

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

将于 9 月 6 日至 8 日在驻马店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连日来，

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志愿者纷

纷走上街头提供志愿服务，全

力以赴扮靓城市，迎接这场盛

会。⑥2
本报记者 张 建 摄

扮靓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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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菌菇”激发乡村振兴大“魔”力
本报记者 殷瑞杰

初秋时节，俯瞰泌阳县大地，只
见一座座标准化食用菌大棚整齐有
序分布着，一块块食用菌种植基地
纵横交错着，菌农正在田间劳作，一
幅生机勃勃的美丽田园画卷铺展开
来。

走进泌阳县杨家集镇郭庄村现
代化标准菇棚中，一阵菇香扑面而
来。架子上，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
个个长满了鲜嫩诱人的香菇。十几
名菌农分布在大棚内各个角落，有
的在采摘成熟的香菇，有的在搬运
菌棒，还有的在更换架子上的菌棒，
大家各司其职，忙得不亦乐乎。

“作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我们村将香菇作为主导产业，在专
业技术加持、龙头企业带动下，全村
有 300 多户村民从事食用菌栽培，
有不少菌菇类产品早已漂洋过海、
出 口 海 外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赵 全 磊

说 。 目 前 ，郭 庄 村 发 展 香 菇 大 棚
1000 多座，年种植香菇 1300 万棒，
总产值达 1.1 亿元，成为了闻名全国
的香菇特色产业村。

一朵朵香菇不仅仅是郭庄村在
振 兴 路 上 培 育 富 民 产 业 的 生 动 实
践，更是泌阳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泌阳县立足区域资源
优势，锚定建设“中国菌都”目标，
积极推动食用菌产业升级，不断拓
展产业链条，联农带农、助力农户增
收致富，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实现全口径产值突破 100 亿
元，真正让小菌菇成为乡村振兴新
引擎，释放出大“魔”力。

产业要发展，最关键的还是技
术。要推动食用菌产业升级，做好
技术创新尤为重要。

聚焦做大做强食用菌产业，泌

阳县先后成立中国食用菌院士工作
站，成立全国首家“三物融合”产业
发展研究院，制定了“泌阳花菇”国
家标准，研发食用菌新品种 36 个，
创 造“ 大 袋 小 棚 立 体 ”香 菇 种 植 模
式 ，使 袋 料 香 菇 生 产 率 由 原 来 的
20%提高到 80%以上，辐射带动驻
马店全市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

泌阳县先后被评为国家级出口
食品农产品（食用菌）质量安全示范
区、全国优秀香菇出口基地县和全
省食用菌“双改”试点县。

同时，积极推进食用菌全产业
链发展，大力发展食用菌产品精深
加工，招引国内最大的食用菌精深
加工企业鲜菇坊，培育亿健食品、泌
花食品等龙头企业，奋力打造全链
条食用菌产业集群；投资 30 亿元规
划建设食用菌产业园，聚力打造“全
国重要的食用菌深加工基地”；深入

推进食用菌产业与电商物流、文化
旅游、医疗养生等产业的融合。

如今，食用菌产业早已在泌阳
县遍地开花，带动菌农 5 万多户，各
类食用菌从业人员 20 多万人；食用
菌工厂化企业 15 家，其中省级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 5 家，市级龙头企
业 4 家；建立国家级农产品香菇出
口质量安全示范基地 45 个，发展食
用 菌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及 家 庭 农 场
200 多家……

“我们希望能通过中国农产品加
工投洽会这个大平台，全方位宣传、展
示好泌阳菌菇产品，链式招引更多食
用菌精深加工企业，不断延伸全产业
链条，进一步丰富产业业态，力争到

‘十四五’末，食用菌全产业链实现产
值 150 亿元以上，让泌阳食用菌产品
更好走出河南、走向全国。”泌阳县主
要负责同志表示。②9

聚焦主旨主题 务求实绩实效

（上接第一版）目前，大多数农产品加工

链条普遍较短，产品附加值普遍较低。

也就是说，在农业生产领域，我市还比

较普遍地存在着种粮食卖粮食、饲养畜

禽出售畜禽的现象，农产品加工企业还

不够多、能力还不够强。本届盛会，是

我们延链补链强链的一次重要契机。

延链补链强链的关键，是在生产领域采

用先进科学技术、转化最优科研成果。

必须承认，链条长而强的产业，都是先

进科学技术的积极采用者、最优科研成

果的积极转化者。我们要借盛会召开

的契机，进一步加强与涉农科研单位和

高校的交流与合作，争取拿到更多先进

科学技术、最优科研成果并广泛运用于

生产实践。要尽快全面实现从种粮食

到种优质而高产粮食的转变，要尽快高

比率实现从种粮食卖粮食到种粮食卖

面粉、卖面包的转变。要尽快全面实现

从饲养畜禽到饲养优质而产肉率高、产

蛋率高畜禽的转变，要尽快高比率实现

从饲养畜禽出售畜禽到饲养畜禽出售

鲜肉、出售肉蛋食品的转变。要通过先

进科学技术和最优科研成果的力量提

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推进

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

要以创出品牌和闯出市场为实绩

实效。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农业还

是农产品加工业都是激烈竞争的行业，

无论是初始农产品还是加工后的农产

品都是商品。既然是商品，就需要创品

牌、闯市场。品牌就是效益，有了品牌

才会有广阔的市场；市场就是需求，有

了市场才会有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可

能。既然是商品，就需要接受市场的检

验、消费者的选择。市场永恒不变的规

律是优胜劣汰，消费者永恒不变地选择

优质商品。就拿最简单的农产品来说，

为什么瓦岗的红薯和半截楼的西瓜那

么受欢迎，除了质量外还与品牌有很大

关系。近年来，我市在打造农产品品牌

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确山黑猪、沁阳

花菇、正阳花生、平舆白芝麻声誉日隆，

生产效益也逐年提高。这就是品牌的

力量。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

谈会是投资洽谈的平台，是创新推介的

平台，是展示展销的平台。我们要充分

利用这个平台，做好“土特产”文章，围

绕“土”，突出“特”，力求“产”，大力推介

我们的优质农产品，打造农产品品牌，

开拓农产品市场，以农产品和农产品加

工产品知名度、美誉度的提高来增强农

业生产的动力和农业的实力。

回眸千山踏遍，举首豪情满怀。让

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

盛会的主旨主题为中心，以实绩实效为

目标，切实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坚定信心、周密部署，细化责任、狠抓落

实，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坚决确保

盛会圆满成功。①7


